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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角色 

      
        自古以来，女性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保守的。女性被传统重重的包围着。做

女儿的时候，是在父母的管教和约束下，做了媳妇受到丈夫限制。在年腊梅理

想的女性形象，在现代的知识女性应该向社会突围、情感突围和文化突围，让

她们从传统的概念界定中突围出来。她们不应该永远受到传统礼教压制，社会

的批判，而要逐渐自觉、清醒、接受现实思想、认识到自由、平等以及解放自

己的自由权力，这些都是空前尚未有过的现象。她们 迫切的愿望是能摆脱女

性长久以来的家庭角色身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并借

此进入社会，实现由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转换，表现出女性反抗封建制度的

勇敢与决绝。 

 

                           恩格斯指出：“只要妇女仍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 

     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 

     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 ]1

 

            到目前，我们发现女性若要下海闯江湖也得靠男性的帮助和自持，女性还

是不能完全摆脱家庭角色进入社会。 

         在旧社会的女性大多没文化，从小只能在家里学一些缝纫、女红以及当女

工， 多只能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所谓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

笼罩着我们泰华妇女日常生活的枷锁，因而影响着女性自身的发展和自身的解 

放争斗。在八九十年代，能完全进入社会，能跟男性媲美的女性为数不多。在 

年腊梅作品中的女性，在当时社会的角色大多只能是中等级，要攀高到大企业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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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老板是难上加难。如《经纪人的苦乐》，是年腊梅自传性质的作品，作品

主人公“许老师” 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从一位老师兼作家改行为经纪人的一个人

生经历的故事。“许老师”被某报社的一位文艺编辑在背后议论她，说她没去

中国念过书，在泰国受教育国文根底差，作品平平等等。正当她苦闷的时候，

阿雄她的好友，一位作家兼经纪商突然给她打电话问她在干什么，在写文章

吗？在她忍无可忍之下，她对阿雄发起牢骚： 

 

   没干什么，心情不好，不写了，我是夜学生，学问差，写出来的 

     东西不像样……。
[ ]1

 

许老师也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雄，阿雄为许老师打抱不平，说道： 

 

超人这他妈的放肆，夜学生又怎样，不该这样侮辱人，我何曾不 

是夜学生，你考到师资文凭，能教书，又能写文章，已经够聪明了， 

还待怎样，相当大文豪么？不写就不写，单靠教书收入不够应付家 

用……这样吧，你来跟我学习当经纪……。
[ ]2

 

             就这样，在作品的第一节：“一肚冤气 ，丢下笔杆学生意”，在阿雄的

帮助下，她决定下海跟着阿雄当经纪人去了。 在故事里的第二节：“打开赚钱

路，皆大欢喜”，她也是跟了一位男同事小刘合股做起地皮经纪，买卖地皮，

收取佣金。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在三个月内就赚了三十万泰币，各得十五万，如

此厚利，她要教两年的书才有十五万这个数字。她在当经纪人的这一段过程中

也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有苦也有乐，有赚也有亏。在这个势利的社会，她经 

不起人与人之间的欺骗、敲诈。她认为她不适合这种狡猾的社会，所以最终她 

还是退出了“经纪人”这个圈子。《失落的白菊》作者以白菊，因家缺少男 

                                                 
[1] [泰]年腊梅.黑腊肠.曼谷：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1993.10 
[2] [泰]年腊梅.黑腊肠.曼谷：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19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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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从小父母就把她女扮男装当着男孩来抚养的一个小女孩的不幸遭遇来反映

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新上任的经理看她不顺眼，好好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

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而且生理上还有点儿变态，喜欢看公司一位女职员。

因此公司降低她的职位，把她调到营业部去当一名会计员，对白菊来说是相当

大的打击，白菊最终辞职到别处去了。这显示了当时的社会是对人不对事，不

管你工作成绩有多么好，工作能力有多么强，如果不符合上司的女性什么标准

也会被淘汰的。所以一个小女孩在当时的社会要站住脚实在不容易。《落霞》

主人公丁小姐，这篇小说讲述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中年女士的故事，丁小姐希

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可是因为她那一身不合时的装束和

她浓妆艳抹的打扮使她始终都不能如愿以偿。使她更痛苦和气馁的是她的弱点

还被他人在背后耻笑，让她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残忍和无助。 

      在年腊梅作品中，讲述了在传统社会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男权中心意

识的制约。女性以温柔顺从为美德，形成了无知、无能的角色定位。可是到了

今天，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打破性别不平等的局面，女性自发思索和力求确定作

为“人”的自我价值和地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与更开阔的眼界的知识女性

更提出了参与社会事务，努力实现自我的要求。 

    传统社会的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二

十一世纪初，随着西方的女性解放的思潮传播到全世界，泰国的社会中，女性

的权力和地位也逐渐提高，所谓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改变

了许多。宪法文明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家庭生

活的各个方面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因此，泰国社会陆续出现了好几位女

强人，例如： 

     吴玉音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祖籍饶平县云露头乡，出生于泰国，从小

接受教育，父亲是个经营米业的小商人，她和一位叫周娘美从事钢铁买卖的商

人结婚，有两女一子。不幸丈夫早逝，她继承了丈夫的事业，和弟弟合作继续

经营钢铁买卖业务，他们成立了伟成发公司。此后公司的业务不断扩大，并在

以后三十多年的奋斗中，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工业王国，她的事业多元化发

展，涵盖钢铁工厂、金融信托、房地产业、农业、计算机及电讯器材与办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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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设备等企业。吴玉音如今是泰国最大钢铁集团伟成发集团的创始人，成为

泰国富甲一方的女大享，也是一位世界级殷商巨富的女强人。  

在泰国东北部的“姐娇” (Mrs. Sujinda Cherdchai) ，另一位女强人。 在大

巴造车厂的商界里没有一个不认识她，她拥有泰国 大的大巴造车厂集团，她

以“Cherdchai”这个名称经营了共十六个公司，事业庞大，涵盖大巴造车厂、

金融信托、加油站、房地产、酒店、娱乐场等等等等。至今在泰国，她地位显

赫，在各个圈子里她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目前她现任泰国造车厂工业协会的

理事长，她可以与政府的某些机构对抗，市场上的汽油价和交通费她都可以跟

交通部讨价还价，一些政府机关人员都怕她三分。她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

因为兄弟姐妹多，为了养家糊口，从小就失学，她想尽办法挣钱来补助家用，

从几百块的小生意一直发展到几十亿的大规模企业，目前她拥有上百亿的财

产。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日，泰国举行国家大选举。来自为泰党的唯一候选人英

拉·西那瓦成功当选。八月五日经过泰国国王批准后，英拉·西那瓦正式成为

泰国史上首位女总理，也是世界第五十二位女总理，是目前世界注目的一位漂

亮的女总理。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英拉出生于泰国清迈，她是前总理他信九兄妹

中 小的一个妹妹，今年四十四岁，已婚育有一子，祖籍广东梅州的第四代华

裔。她先后就读泰国清迈大学和美国肯搭基州立大学，分获政治学学士和硕士

学位。“我将利用我的女性气质，全力为我们的国家工作。”这是英拉在五月

十六日被泰国 大反对党为泰党推选为总理候选人之后向外界表露的立场。此

前她一直从事企业经营工作，几乎从未公开亮相，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或参

加过任何选举。上任后英拉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和改善他们的

生活”。除此以外她还面临着几个挑战：如何兑现竞选承诺，改善经济状况并

推出惠民政策；如何面对“黄衫军”的反对、支持他信的“红衫军”的压力，

以及可能来自军方的不支持；是否赦免塔信，让他清白回国。这都是英拉面临

的政治上的重重困难，英拉能否弥合社会裂痕，实现各阶层和解仍是个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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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希望她能克服所有大小问题，治理好国家，真正能为人民解决经济问题、

为社会效劳，那是我们泰国人民的期望，也是世界注目的一个焦点。 

    在这群自强不息的女性形象与年腊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是年腊

梅小说中所没有的。她们代表了健康的精神美，顽强的性格，是泰国女性解放

的象征。虽然女性的解放依然任重道远，但是这些女性成功者的出现这足以告

慰关怀女性命运的年腊梅的英灵。 

 
第二节    家庭角色 

 
         生育活动和家务活动，是女性一生 主要的两种劳动，被社会视为是天经

地义的。这种无偿性的劳动，使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女性无成就感”。

在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男性们已经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女性们则把

这段时间奉献给了家庭、丈夫和孩子。女性往往因为没有时间充实、完善自

己，造成体力的透支和精神的缺氧。所以说，即使文明社会的今天，男女之间

还是处于不平等的趋势。 

         我们从年腊梅的小说集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她是以什么眼光和感受来看家庭

角色的女性形象。以下我们来分析年腊梅笔下不同类型的家庭角色女性： 

 

        一、贤妻良母型 

贤妻良母是形容女子的贤淑，既是丈夫的好妻子，又是子女的好母亲。是

社会普通家庭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旧社会的妇女，一旦出嫁了就从一而

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允许离婚或改嫁，否则，会被社会嘲笑和轻视。 

        在年腊梅笔下的贤妻是顺从的，无奈的。在她的小说集《弄斧集》里的 

《大权在握的女人》，当太太跟先生提起邻居李先生每月的薪水全交给太太，

要用钱的时候才跟太太支取时，她的先生以毫无笑容和冷峻的声调来回答他的

太太： 

         可惜你的丈夫不是这种人，你比李太太命苦，没有一位好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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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一个男子样样要听从妻子指挥，是值得赞美的吗？
[ ]1

 

贤惠的太太也就不再多说了，这表明要依靠丈夫才能生活的妇女对丈夫是必须

千依百顺的，没有说话的权力。《我的先生会写稿》，先生坚持要写稿，他不

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想出名。妻子劝了又劝，他不但不听，还要妻子帮他找资

料甚至改稿子，搞得整天鸡飞狗叫，家里没有一天安宁。有一次，丈夫以命令

的语气对他妻子说： 

 

喂！我放在桌饭上的那篇稿子，大概在内文一半以下。其中有四 

    个字不甚妥当，你替我改一改。
[ ]2

 

他不管她是否繁忙，接连命令要她把稿子改好，还得马上替他送到报社。他的

妻子无奈地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不能否认，世上 伟大的爱就是“母爱”，无论是人类还是禽兽，母

性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不求回报的，辛苦地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临危不 

惧地维护孩子。在年腊梅的散文集《长春藤》里的《母性的光辉》一文，就是

以母猫来阐明这个意义的。母猫选了个不适当的地方（一所办公室）产下了小

猫咪，有一天却被称为“高等动物”的人类把它的孩子们给扔到了寺庙去。母

猫每天都到这所办公室来到处鸣叫，一会儿跃高，一会儿跳低，慌张地东张西

望，叫声十分凄厉，大概是因为找不到牠的孩子，才这样凄凉地呼唤吧！一

天，两天，三天……母猫已经叫了四天，牠从办公室走出走进，样子显得十分

憔悴，走路无力，声调也嘶哑了。 可怜的母猫，目光显得十分失望和悲哀，  

后不知所终。《母亲的悲与喜》是年腊梅小说集《弄斧集》里的另一篇感人的

短篇小说。从一个初为人母的女性，不顾一切地照料刚出生的婴儿。母亲不知

用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眼泪、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度过了无数个无眠的夜

                                                 
[1] [泰]年腊梅.弄斧集.曼谷：大众出版社，1991.138 
[2] [泰]年腊梅.弄斧集.曼谷：大众出版社，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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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来精心抚养子女，这段漫长的过程，只有做了母亲的女性才能体会得到。在

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如今，所有的孩子都已长得比我高大，我这个做母亲的终于不必 

熬夜，可以说是担子轻了许多，虽然孩子们都未能自立，目前尚在求 

学阶段，见到他们每晚埋头功课，直至深夜方能入睡的情景，我已感 

到满足。
[ ]1

 

        每个作为母亲的都希望孩子们能出人头地，做个有出息的人，过去的酸甜

苦辣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小品集《弄斧集》里的《同化》阿芙，故事里的主人公，一个天真纯洁且

聪明伶俐的小女孩。母亲为了女儿有更好的前途，给她进了曼谷的一所重点学

校，可是不但阿芙没学好反而学会了爱慕虚荣。鞋子、衣服都要时尚的，家里

的家具也要换新的。她母亲问她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她回母亲一句： 

 

        妈，我所有的女同学家里都是采用 新式的嘛。如果我们不 

另买新家具，他们会取笑我们穷鬼哪！ 后她还向母亲请求： 

    妈妈，不如让我转校吧，我忍受不了那些人的眼光呢！
[ ]2

 

这时候她母亲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她的女儿会变得如此虚荣，及时把女儿挽

救回来。这不是孩子的错，因母亲的无知，不知道名校有这些问题潜在。故事

里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儿女们所碰到的问题，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家

长得听取儿女们的意见，不能一味地处罚孩子，这样不但造成今天孩子离家出

走的常见现状，也给社会造成极大的问题，所以作为现代孩子们的父母不能以

旧式的观念来管教孩子了。 

                                                 
[1] [泰]年腊梅.弄斧集.曼谷：大众出版社，1991.50 
[2] [泰]年腊梅.弄斧集.曼谷：大众出版社，19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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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妻良母，在旧社会里数不胜数，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越发达，人的

心灵越后退。离婚的离婚，抛下孩子不管，为了金钱把孩子当货物来买卖等等

的现象逐渐增多，使人心寒。所幸的是，人类还有宗教来陶冶他们的心灵，使

人类还能意识到“高等动物”的理智，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幸福的。 

 

二、勤勉奋发型 

在四五十年代，旧社会的女性大多没受过教育，因为是“重男轻女”，形

成“女大当嫁”的习俗，女儿从生出来就有一连串的家务等着她们，到十五六

岁就得出嫁，到了婆家更不用说了，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是她一 人全包，整天忙

得透不过气。在贫困的家庭里，子女多，十来岁的小女孩就得出外工作，挣钱

补贴家用。在年腊梅散文集《长春藤》里的《卖花女》中，主人公是个哑巴的

小女孩，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帮助母亲卖茉莉花串，挣些小钱维持生活。从

她旁边卖水果的人处得知，她干活很卖力，她妈妈每天买了鲜花回来就交给她

去卖，她把茉莉串成茉莉花串，价格也就可以提高了。对家务她样样都会，十

分能干。《生活在火车上的小女孩》也是描写了一个居住在铁路旁边的小女

孩，生活非常困苦，每天只能靠火车来往上的一些乘客，做一点小买卖，从早 

晨到夜晚，十年如一日。在《弄斧集》里的《利用时间》这篇微型小说中，作

者讲述了在石龙路一带一些勤劳的妇女的现象。当她们做完家务，闲下来的时

间，她们找一个摊位或在自己家的门口摆摊，一边售卖彩票一边做女红，她们

很热情地招待来买彩票和毛线衣的顾客，她们织出来的毛线衣非常漂亮和精

致。在目前生活紧张，嘴咬脚蹬（拼死斗争）的情况下，能适当的利用时间，

能多干一些活，多挣一点钱，她们都是很乐意的。    

         勤劳对于妇女们来说已经是一种日常生活习惯了。一天不工作就好像失去

了什么乐趣似的。虽然她们每天赚的钱不多，有些时候会吃不饱睡不好，但还

是能补贴家用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她们也是心满意足的。有些生活比较幸福的

妇女，丈夫老实能干，家里一切开销都不成问题，作为妻子，也不会整天无所

事事，也尽其所能挣一些外快来补贴家用，自己也可以有一些零用钱。所以说

自古以来勤劳和女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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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地善良型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在教养缺失和社会的不良影响下会使某些人变

坏。作者的小品集《弄斧集》里的《占便宜的矮姐》讲述了一个人见人畏的矮

姐，她爱占亲朋好友的便宜，只要有机会下手，她什么都愿做，敢做。刚好碰

上这个“不好意思”的“我”，被矮姐骗了好几次都不好意思去讨回公道，直

到“我”的先生不准“我”再跟矮姐交往，矮姐才死了这条心。受骗的“我”

也没有把矮姐怀恨在心。这阐明了作者的心地非常善良，宽恕了这些心胸狭窄

的人，对他们反而有着怜悯之心，因为这些人永远得不到快乐，心灵得不到安

静。 

年腊梅散文集《长春藤》的《虎口馀生》中描述了一位差点儿被她男朋友

强奸的女孩，死里逃生地逃到一家人户求救的故事。在当时的社会，一些以苦

肉计来欺骗好心人，在报纸和电视上也常常看到。由于作者具有一颗善良，博

爱和可贵的同情心，使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都是一些好心肠的人。 后这位

好心人家还是让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进屋避难，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让她走。如

果当时这户人家不开门收留她或她再次的碰到坏人，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泰国被称为：“微笑国度”。即使陌生人在路上偶遇，脸上也会露出微

笑，这表示了泰国人的心地是非常善良和纯洁的。尤其是外府的人们，如果走

累了，经过一些农村人家，他们都会招待你进屋里喝杯水，甚至饿了还能吃顿

饭。这是泰国人的一种美好的文化习俗。 

 

四、孝顺父母 

孝顺是指奉养父母和顺从父母，是天下人之心的美好德行。一般我们看人

的品德，首先要看他对父母亲的态度，一个人如果连生身父母都不照顾，不尊

敬，那他还能成什么大事呢。在年腊梅散文集《长春藤》里的《巧珠》，故事

里的主人公巧珠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她爱好艺

术，学会了一门美容专业，在家里开了一家美容店。不幸的是，母亲患了痴呆

症，偶尔会神经错乱，发起神经病。自从母亲患了病，因母亲每时每刻都要有

人照顾，巧珠为了照料母亲，从此也就没有出外娱乐过了。她甚至牺牲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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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终生不嫁。即使她母亲偶尔还带给她一些麻烦，就是把一些要来美容的

顾客都给赶走了，巧珠也不会生她的气，她仍然一如既往地照料她唯一的亲

人，这是值得赞扬的。 

         泰国曾经有过一个感动人心的故事《婉丽孝女纪》。在二十九年前（1981

年），一个住在夜功府的小女孩名叫婉丽 ·纳隆伟，当时她才十二岁，家里只

有姥姥，妈妈和她三口人，生活非常贫困，一家三口只靠她一人给别人打工养

家糊口，年纪幼小，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姥姥年纪大了又不能工作，妈妈半

身不遂也帮不了什么忙。 为感人的是，她每天为了中午要回家照顾姥姥和妈

妈，从住宅到学校来回要跑八公里的路程，十年如一日地不停地照顾两位亲

人。她感动了所有在她周围的人，老师们、同学们也尽量地帮助她。有一天，

给一家媒体发现了，把她的事情传播出去。从那天起，雨后天晴，温暖的阳光

照耀着他们。各家媒体、报社、慈善机构，还有学会等等都来采访她，也捐出

不少钱来帮助她。 后有人把她的事件写成小说，还拍成了电影。从此，她们

的生活也就有了好转，可是她并没有停止她的奋斗，她还是照常照顾两位亲

人，继续她的学业，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今天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

一家海产店的老板。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孝心”和“勤劳”，可以说是老天

有眼，她才获得今天的成功。 

 

五、丑恶的女性形象 

在年腊梅的小说集和散文集里也描写了不少女性丑恶的行为，也就是恶性

的一面。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段时间，正是二战结束的阶段，也是各国

正处于战后的阶段。贫困，饥饿和不平等的社会，使得许多人民，尤其是女

性，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在小说集《黑腊

肠》里的《越洋婚姻》中，三老婶不顾亲情，为了金钱竟然花言巧语地说服合

利婶，而她也轻易地把自己的大女儿玉芳嫁给了一个从不认识的异国人，在短

短的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门包办婚事，这差点儿害死玉芳，幸亏玉芳碰到好心

人才逃出死亡城， 终回到母亲的怀抱。《黑腊肠》里的“玉婵”是个十七八

岁的小姑娘，长得身段苗条，皮肤白皙，十分能干，是“江 xxx 腊肠铺”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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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是她性格自私，诡计多端。在她无意中当了二奶之后，她便想方设法把

江老板娘逼走，自己当上了老板娘。她甚至想把店里的一切财物都掌握在自己

的手里。更为可恶的是，她为了要减轻自己繁杂的工作，竟然要给江老板（江

利金）再娶巴尼为妾，代替她当苦力，把巴尼当她的替身，使她成了江利金的

泄欲对象。可怜的巴尼，一个老实的女孩子，即使是心不甘情不愿，也没有能

力反抗。像玉婵这种恶作剧和恶劣心肠的人，我相信在当时的社会是不罕见

的。比如：《人见人畏的表嫂》、《阿 Q 精神》、《干拉耶的爱情》等。这几

篇小说里的主角，不是被人欺骗就是欺骗别人，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 

        年腊梅的作品能把故事里人物形象描写得非常生动、细腻、多姿多彩、反

映了当时金钱能买通一切的真实生活，且带有抒情的模式，让读者深深的感受

到故事里每个角色，真正理解每个角色的正面和负面。她的作品充满着生命

力，曲折生动，富有可读性，能引人入胜，把泰华文坛点缀得更加丰富多彩。 

 

第三节      双重角色 （社会兼家庭） 

 
 

        女性双重角色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上、社会上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现代

新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的女性为数占多，单独在家料理家务的反而罕见。但女

性在扮演双重角色的同时也会发生难免的矛盾，那要如何处理好家庭角色和社

会角色之间的矛盾，那是一件摆在每一位知识女性面前而必须妥善加以解决的

大事儿，它不仅对知识女性在社会的地位和家庭的幸福有着重要的关系，且对

社会安定团结和妇女发展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实际上，在社会从观念到行为

都未能将两性平衡对待，知识女性更需时时抵挡来自外界的压力，包括各种人

为设置的障碍，众多知识女性在内外交困中难免顾此失彼。在这先进平等的社

会里，仍不少人认为，男性以事业为主，女性主要以家庭为主。相比之下，在

女性的双重社会角色来看，女性就承担着双重的责任，女人一下班就赶着回

家，踏进家门就马上动手忙家务，照料孩子，而男人下了班还能到咖啡厅喝喝

咖啡聊聊天，有的约了朋友吃饭，唱卡拉 OK，即使回到家也是躺在摇椅看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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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报刊或坐在沙发椅看电视，喝茶配点心，逍遥自在，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也不能说男人完全是这样，有的也认为家务活应该由夫妇两人共同承担，

他们看到自己的妻子整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也会感到心疼 ，也会放下手中的报

刊或关了电视来帮助妻子料理家务，女人如能嫁到这种夫婿，已经是“三生有

幸”，中了彩票头奖。 

    我们女孩子有一段顺口溜这样说：“没谈恋爱的女人是篮球，有人抢；谈

了恋爱就要结婚的女人是排球，有人推；生了孩子的女人是足球，有人踢。”

这段顺口溜说的就是生育对女性择业的影响，许多用人单位因为女性生育期间

影响工作、带来企业承担零时工人的费用，以后因孩子的事情还时不时要请假

等原因，造成了减少或甚至不愿使用女工。 

     在年腊梅的理想的女性是，即能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家里也有说话的权

力。能自立、自强、自信，能走上社会的舞台，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这是她美好的愿景。这一理想肯定了她们性格中寻求独立的精神、

解放的勇气，同时又否定了她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上追求享乐，行为上放纵

的倾向。可是女性对于这种双重的负担往往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也因为男性们

害怕女性出成就，他们不愿让女性的光辉盖过自己“大男人主义”的虚荣心。

因种种因素，使得女性无法真正的步入社会，只能是“候选人”，因而造成了

一种错觉，加深了“女性终究不如男性”的印象。 

             在年腊梅的作品的女性大多是一些没文化，没受过教育的妇女，女性对自

身价值缺乏自信，无成就感。所以在她作品中所谓的“知识女性”大多也只能

是小学的老师、开缝纫店兼美容院或在工厂当小员工。正当她们负担起家庭内

外的职责，在她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能雇一个保姆或仆人也是一个好办

法。如短篇小说集《花街》里的《再生》讲述了一位在一所小学当一年级的老

师，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王老师。她可以说是一位贤妻良母型且有着一颗

非常善良的心，她不仅照料好家务，教养好三个孩子，在学校也是一位有职业

操守的好老师，她关心每一个学生的生活和行动。阮尚茵是王老师的其中一位

学生，她和母亲（刘玉芳）从越南逃难来到泰国暂居住在表妹家里，为了不让

阮尚茵停学，才送她到此校来学习。阮太太每天来接阮尚茵下课，所以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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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王老师。阮太太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来求王老师给找份家庭佣人的工作，王老

师经过和丈夫讨论之后也不向她们母女寻根究底地盘问就收留她们到家里暂

住，而且还以朋友的身份对待她们，直等到阮尚茵的爸爸来接她们，他们才依

依不舍地离去。这显示了作者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她希望在这个社会上，人以

人之间应该是以善良对待，互帮互助，有着宽容的心胸，这才会使得这个世界

充满温馨。 

《我的母亲是戏子》这篇小说以自传体的笔触讲述了作者年腊梅母亲幼时

的情景。可以说母女俩有着同病相怜的命运，都是幼年丧父，家境陷入困顿，

从小就出社会谋生养家糊口。她母亲是唱戏的戏子，在当时社会总是给人看不

起，认为卖艺是下等职业。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她的母亲在十二岁那年

以五百块泰币卖身给一家潮戏班，也就是这五百块泰币养活了他们一家人。由

此可见，当时社会，在大多贫困的家庭中，女性都是可悲的牺牲品。 

短篇小说集《湄南河畔的故事》中的《轻风吹在湄江上》主人公安巧娜，

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泰国华裔。作者以自己的身世描述了安巧娜的母亲因性

格固执导致一家八口生活陷入困顿，家破人亡，家道中落，父亲经不起打击而

病逝，安巧娜幼小丧父，从小被母亲送到邻居家学习女红，当学徒学缝纫，因

此失去了童年应该上学的机会，母亲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稍有不如意，便

用竹板打她，甚至用恶语骂她：“你这死父仔，无父仔！……”
[ ]1

 安巧娜从心

底发誓：“我要一定要学会本事，会赚钱，买回像着这样的房子。”
[ ]2

 于是，

安巧娜埋头苦干，她不仅接收缝制女式服装，她还教导学生缝纫技术，开办了

一家小规模的“安巧娜时装学校”，颇有成就。她还购买了一栋房子，和她童

年住过的差不多一样的房子，完成了她的心愿。这显示了安巧娜不为了家庭的

破裂而灰心，她坚定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使她在这社会站稳了脚，安巧娜也不因

为爱情而失落，从小和她青梅竹马的子培哥，突然跟她说要到中国去升学，要

求她一同去，可是她不能丢下她辛苦创下来的缝纫店，她没有跟白子培去中

                                                 
[1] [泰]年腊梅.湄南河畔的故事.曼谷：八音出版社，1970.31  
[2] [泰]年腊梅.湄南河畔的故事.曼谷：八音出版社，19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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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终还是坚持留下来，她承认她是半个中国人，又是半个泰国人，也因为

她爱她的昭帕耶河，爱她的养女“佩娜”（白子培妹妹的女儿）。 

        角色，由于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的差别，就已经注定他们永远不会有平

等，女人能够生育，男人就不能；男人能够干重体力活，这就不是所有女人能

够做到。但是女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和家庭的生活上各个方面

应该享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待遇。然而，事实上要排除一些夫权思想严重的

男人，比如：限制妻子参加社会活动；不愿共同分担家务；把妻子当作私有财

产任意打骂或虐待；有着严重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等等。 

        在中东的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还是以旧社会和 

旧观念的思想来对待女性。在政治上：女性没有权利选举，在社会上：女性没 

有自己驾驶的权力，也不用说可以当什么大企业的大老板了，在婚姻上就是从

一而终，有着种种对女性的压迫。即便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女性不能

当兵等等的限制。 

        女性担负着家庭、社会双重角色，受到精神上长年积累的压抑，体力的劳

动，心灵上的不平衡，都是导致她们在中年或年老衰弱的时候引发起种种疾病

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心脏病、高血压、癌症、中风和糖尿病等等，我们可

以以年腊梅女士和她的母亲为例子。综上所述，，世界男女完全平等的可能性

还是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希望不久将来女性真正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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